
体育支教  挥洒青春热情

四川省布拖县依撒小学地处大凉山，操场

上，一场女足训练热火朝天地进行着。

“同学们，今天先练带球过人。”伏柃霏一

边说，一边熟练地演示。足球在他脚下十分听

话，学生们站在一旁全神贯注，生怕错过技术

细节。

伏柃霏是四川省乐山师范学院体育学院

大三学生，2024 年 9 月开学后，他与 15 名同学

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布拖、雷波 3 县的 5
所中小学校进行体育支教。

依撒小学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还专设了两个女足班。支教团的到来，弥

补了师资短板。每天带体育课、足球队训练、

周末加训，伏柃霏的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我

希望把爱运动的种子种到学生心里。”

一节节体育课，成为孩子们的快乐时光。

在传授运动技巧、健康知识之外，伏柃霏还针

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量身定制小游戏、

微比赛。一段时间下来，孩子们的身体素质更

好了，团队精神更足了，小学生和大学生还成

了好朋友。

“学校只有一名专职体育老师。支教团的

到来，帮了大忙。”依撒小学校长赖学江说。

2019 年以来，乐山师范学院体育学院投

身凉山州支教活动，通过顶岗实习等形式，截

至目前累计输送了 60 余名学生。近两年，经

四川省教育厅安排，30 余名足球专业志愿者

参与“送教到校”。乐山师范学院体育学院副

院长张爱平表示，下一步乐山师范学院将根据

支教学校的实际需求，选拔更多素质过硬、师

德规范的学生前去支教。

说话间，一场跑步接力赛开始了。“加速！

保持节奏！”伏柃霏在跑道旁用双手打节奏，为

学生加油。一名学生不小心掉棒了，满脸沮

丧，伏柃霏赶上去拍拍学生的肩膀，“没关系，

捡起来接着跑！失误很正常，下次赢回来！”在

他的鼓励声中，学生奋起直追。不一会儿，师

生们围坐在一起复盘刚才的比赛，欢声笑语在

操场上回荡。

“孩子们灿烂的笑脸、求知的眼神触动着

我。”如今，伏柃霏已结束支教，从体育学院到

支教学校，从体育生到体育支教老师，这段“特

训”让他成长很多，“将所学的专业技能带到需

要的地方，我感到很充实、很幸运。”

四川大凉山—

一段忙碌的“特训”
本报记者   黄   超

前不久，我成为“红烛苗圃”青少年体育成长营的一员，这

是内蒙古二连浩特市教育科技局与陕西师范大学开展的体育

支教项目。成长营中，围棋最令我着迷。

刚开始接触围棋，我觉得它很神秘。在陕师大体育学院

大学生李博瀚哥哥的讲解下，黑白棋子灵动起来。

他说，围棋就像寻宝，让大家把自己当成小侦探。我学会

了看“气”，“气”就是棋子旁边空着的位置，如果棋子没“气”

了，就会被“吃”掉；我还学会了做“眼”，那是保护棋子的秘密

武器。

在支教团的帮助下，我喜欢上了各种体育项目。我学会

了投篮，每次投中，我都觉得自己像个小明星。最酷的就是武

术了，我学会了怎么发力、怎么保持平衡，感觉自己像个武林

高手。

这是一段难忘的经历，谢谢来我们学校支教的大哥哥、大

姐姐们。

—内蒙古二连浩特市第三小学五年级学生   孟菲儿   

学校来了大朋友

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是加快体育强国

建设和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重要举措，

由 多 部 门 、体 育 专 业 有 关 高 校 等 共 同

推进。

其中，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牵

头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于 2021 年发起，

通过搭建基层实践平台，助力解决基层体

育师资不足等问题。

2024 年的体育支教志愿服务 4 月启

动，持续到 12 月，从全国 49 所体育类高

校、开设体育专业的高校中选派 2000 多

名志愿者，前往山西、内蒙古、吉林、江西、

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 9 个省份

792 所中小学校开展服务。

“体育支教志愿服务以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为目标，推动支教大学生与乡村孩

子双向奔赴、共同成长。”国家体育总局青

少年体育司司长李辉介绍，体育支教开展

以来亮点不断，“游戏+基础动作+技能组

合”等创新模式，让孩子们充分享受运动

乐趣。此外，一批批优秀运动员走进校

园，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传授科学健身理

念和运动技巧。

“希望通过扎实有效的举措，进一步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不断深化体

教融合，帮助青少年享受乐趣、增强体质、

健全人格、锤炼意志。”李辉表示，国家体

育总局将持续打造体育支教品牌，动员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扩大支教覆盖面和受益

群体。

国家体育总局——

2024年 2000多名志愿者参与体育支教
本报记者   孙龙飞

一次体育支教，奏响一段旋律。无论

是来自高校的志愿者，还是身处偏远地区

的中小学生，都展现着动人的成长。

武术招式里的礼仪、黑白棋子间的智

慧、小小乒乓球承载的荣光……体育像一

扇窗，让更广阔的世界在孩子们眼前徐徐

展开，帮助他们强身健体、增长见识，更在

心中埋下梦想的种子。

与孩子们的相遇，也让志愿者成为更

好的自己。他们收获了珍贵的实践机会，

在教学相长中巩固了专业技能，收获了真

挚的情谊，孩子们纯真的笑脸治愈人心。

通过支教，志愿者们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

体育强国建设，让青春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绽放光彩。

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启动以来，一批批

高校志愿者挥洒青春、贡献力量，而退役运

动员和社会体育组织也不断加入，共同为

偏远地区体育教育添砖加瓦。这场持续接

力，让人温暖，给人力量。

青春接力，播撒运动的种子
唐天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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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老师，您是我的榜样！”“记得回来看我

们呀！”……在北京体育大学中国武术学院学

生史明玉的抽屉里，珍藏着几张小卡片，那是

她离开贵州省织金县思源实验学校时，孩子们

送给她的。

大二时，史明玉听到学长支教的故事，深

受感动，加入体育支教的队伍。

“左掌为‘文’，右拳为‘武’……”为了激发

学生兴趣，第一节课，她引入武术电影片段，讲

解“抱拳礼”“注目礼”等武术礼仪，“在武术世

界中，礼仪很重要，这反映了咱们中国人谦虚

有礼的品格。”

备课时融入巧思、教学时认真示范，在史

明玉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武术。每

天大课间，运动场上都会传出“嘿！哈！”的操

练声。弓步架推、架掌正踢、震脚抄拳……孩

子们学得有模有样。

“不仅要带学生走进武术世界，我也要走

进他们心里。”性格开朗的史明玉很快与学生

们打成一片。学生江佳语瑶性格内向，史明玉

就请她当小助教，“来，和老师一起演示。”慢慢

地，江佳语瑶和同学们的交流多了起来。

“史老师，大学校园什么样？”“北京烤鸭好

吃吗？”孩子们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和史明

玉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回忆起支教的点

点滴滴，史明玉感慨：“我陪伴了他们，他们的

天真烂漫也治愈了我。”

思源实验学校校长陈绍华介绍，不少山区

学校缺少专职的体育老师。体育专业大学生

来支教，让体育教学的量和质都得到提高。

自 2020 年起，北京体育大学共选派 238 名

体育教育专业师生参与支教服务，在贵州、山

西、江西等地选建“三大球”青少年特色训练基

地，并通过开展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将足球、

篮球、武术等 40 多个项目带入百余所校园，惠

及万余人。

“一次支教，或许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如今，史明玉也将自己的支教故事分享给学

弟学妹们。一年又一年，这场“双向奔赴”仍

在继续。 （董世捷参与采写）  

贵州织金—

一次爱意盈盈的“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闫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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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伏柃霏指导女足队员训练。

马旭辉摄   
图②：李博瀚指导学生下围棋。

张国靖摄   
图③：史明玉指导学生练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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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荡山北麓，沓屏峰高耸入云，好似三面折叠的屏风。

定睛看，岩壁上“挂”着点点人影，正利用钢扶手、脚蹬、绳索

等工具缓慢移动——这种攀岩运动被称为“飞拉达”，译自

意大利语，意为岩壁探险或铁道式攀登。与人们熟悉的墙

壁攀岩不同，飞拉达是在岩壁上行进。自从雁荡山推出飞

拉达体验活动后，不少游客解锁了游玩雁荡山的新模式。

上海游客杨茜专程赶来，她与朋友在线预约后，一大早

便来到雁荡山的飞拉达体验处。“巴黎奥运会期间，在电视

上看到中国队选手伍鹏矫健的身手，对攀岩运动产生浓厚

兴趣。”她听说雁荡山景区推出飞拉达项目，不仅能攀岩，还

能亲近大自然，一下子就动了心。

穿戴好安全绳、手套、头盔等装备，在教练指导下，杨茜

双手抓住岩壁上形似订书钉的钢梯，脚踩下方的钢钉，一步

步向上攀爬。在攀至 60 多米高后，来到一条约 40 米长的钢

索桥。说是钢索桥，其实是由 4 根钢绳以菱形排列。桥下

方就是幽深的峡谷，看上去颇为惊险。

杨茜不敢往下看，将安全绳扣在头顶的主索上，站上一

根钢绳，双手一左一右握住另外两根钢绳，一步一挪缓慢行

进。穿过惊险的钢索桥，终于踏上平稳的长条木板，她稍作

休息，掏出手机自拍，身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壮美的风景

令人心旷神怡。

杨茜体验的这条线路，是雁荡山飞拉达项目中的 B 线。

运营方负责人方兴元介绍，根据难度差异，雁荡山飞拉达项

目一共设置了 A、B、C 三条线路。其中，A 线全长 400 米左

右，高度 290 米，攀爬难度较高；B 线全长 900 米，高度 280
米，中途有钢索桥、木吊桥等，难度次之；C 线路仅 70 米，高

度也最矮，比较适合新手。

“前两条线路均从沓屏峰底部出发，根据岩壁特性逐步

升高、平移、下撤。在游玩过程中，游客既能临空欣赏山峦

峡谷的风光，又能体验攀岩运动的魅力。”方兴元介绍，为保

障游客安全，景区做了大量工作，对安全绳、攀岩设备、防滑

螺丝钉以及岩壁上的木板、钢钉进行更新升级，还安排教练

员每天巡线，检查线路状况，发现隐患及时维修。

据了解，自从 2017 年雁荡山景区引入飞拉达项目后，

游客群体越来越丰富。早些年来体验的大多是江浙沪地区

的户外爱好者，其中不乏外国游客；这两年，随着飞拉达项

目日益出名，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尤其是年轻人慕名而来。

“近年来，户外运动的热度持续攀升，前来体验飞拉达

的游客呈几何式增长。”方兴元表示，仅 2024 年，雁荡山飞

拉达就迎来 10 万余人次。

上图：游客在雁荡山体验飞拉达项目。 蔡甜甜摄   

“飞拉达”渐流行
本报记者   窦瀚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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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开双臂、迈开步子、调整姿势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

区丽景街双庄社区运动健康中心的

舞蹈室里，64 岁的周春华正与同伴

们一起练舞。“来这里锻炼的老年人

很多，我交了不少朋友。”运动健康

中心开业后，周春华成了常客。

双庄社区党委书记杜贝介绍，

这座运动健康中心由一处闲置的二

层楼房改建而成。从堆满杂物的闲

置空间，到宽敞明亮的健身中心，离

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和相关企业的

帮助。调研评估场地、申报项目、粉

刷墙面、铺设运动地胶、安装健身器

材 …… 一 项 项 工 作 有 条 不 紊 地 进

行。如今，双庄社区运动健康中心

不仅配备了 50 余件各类健身器械，

还设有乒乓球室、体能训练区、智慧

体测区、老年人活动区、舞蹈室等 5
个功能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这里焕发了新生机，成为社区居民

的休闲乐园。”杜贝说。

“ 以 前 我 总 在 家 待 着 ，不 爱 运

动。自从家门口有了健身房，我养

成了锻炼身体的好习惯。”家住双庄

社区的顾春燕 52 岁，她几乎每天都

到运动健康中心锻炼身体，“我的腰

不太好，医生曾建议多做拉伸，以前

只能在家借助门框拉一拉，现在我

可以在这里用专业器械练习了。”

在规划之初，健康中心充分考

虑到各类人群尤其是老年人、残疾

人的需求，打造了中老年人器材健

身区，并配备适老化智慧健身器材，

免费开放了乒乓球室和舞蹈室。运

动健康中心运营工作人员崔锐介绍，中心借助“互联网+健

身”系统，不仅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体质测试、科学健身指导、

运动康复训练、健康知识普及等服务，还可以通过运动健康

数字化平台分析健康状况，开展风险筛查，建立健康档案，

生成健身方案，提高老年人运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银川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柳静介绍，社区运动健康中

心是银川市体育局 2024 年打造的“运动促进健康”重点民

生项目之一，截至 2024 年底，银川市已建成 22 家社区运动

健康中心，“今后，我们将陆续选址、新建一批社区运动健康

中心，让更多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健身，让‘体育便民圈’成为

群众的‘幸福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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